
尽管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遇到假币的
人越来越少，但假币犯罪并没有消亡。

近期，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成功打掉
一个全国大型制假钞窝点，3个犯罪嫌疑人全
是“00后”。制假者通过PS修图打印假钞，下
游犯罪嫌疑人专挑老年人和防备性不高的小
店下手，“撕角”掉包、以整换零。警方提醒市
民提高防范意识，可通过“一转二摸三透光”
识别假币。

案发
多起假币报警指向“卖菜车”

冬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京郊一处农贸大
集已经开市。“土豆、豆角、西红柿，十块钱一
大包……”大集外的一辆菜车旁，一对夫妻正
向过往人群卖力推销。

一位大妈选中了一袋蔬菜，随后掏出一
张10元纸币交给菜贩。菜贩接过钱，看了一
眼：“你这钱缺角”，指了指钱上破损的一角将
钱还给老人，直至老人掏出一张 100 元。菜
贩先接过百元现金，接着又说没钱找零，将百
元钞票还给了老人。

“看来他们换成了。”看到菜贩这一番换
钱的操作完成后，几位便衣民警立即上前将
菜贩夫妻围住，从他们身上查获了几张百元
假币。此时，老人还没意识到，自己的百元钞
票已经被掉包。

原来，在此前的几个月，民警接报了多起
假币警情。报案的基本都是老年人，在警方
回访调查时，老人们大多反映曾在一个流动
卖菜车用现金买过菜。

市公安局经侦总队通过对全市发案进行
串并分析，调取监控录像侦查，终于发现了这
辆流动卖菜车的踪迹。

“这对夫妻开着农用车在多个郊区和城
乡结合部流窜作案，通常选在农贸市场附近
摆摊，以低价销售蔬菜吸引老年人。”经侦总
队办案民警告诉记者，买菜时，老人通常会
先拿出一二十元的小额纸币，嫌疑人在接过
钱的一瞬间，用专业手法迅速将纸币“撕
角”，再以破损为由让老人换钱。等到老人
拿出百元纸币，两个嫌疑人互相打掩护，用
假币将老人的真钱掉包。面对嫌疑人的“专
业手段”，没有防备的老人很难发现破绽。
等到再次用钱发现是假币时，嫌疑人早已逃
之夭夭，踪迹难寻。

“比起只用移动支付的年轻人来讲，很
多老人还习惯用现金。因此，目前假币犯罪
主要坑害的群体就是老年人。”办案民警说。

蹊跷
拿着大额钞票专找小店消费

在经侦民警近期打击的另一起典型案例
中，拿着假币坑人的同样是一对夫妻，只不过
他们盯上的是缺乏防范意识的小店铺。

民警通过监控录像发现，这两人骑着
摩托车沿街寻找下手目标，他们先是到一
家生意红火的奶茶店，店员一边给排队的
客人点单，一边忙着做奶茶，接过嫌疑人的
百元假币后，根本无暇顾及验钞就直接找
了钱。

接着，两人又看另一家小店的店主正全
神贯注地刷视频，于是如法炮制，以整换零，
又花了一张百元假币。第三家是个小超市，
收银台没有验钞机，收银员拿着嫌疑人的假
币对着灯光晃了一下，看到有水印便收钱找
零。在短时间内，两个嫌疑人接连在 3 家店
铺内成功作案。

接到报案后，民警经过调查，在嫌疑人的
暂住地将他们抓获，并从床底、储物盒中查获
上千元假币。

民警介绍说，在这类假币犯罪中，嫌疑人
用百元假币小额消费，以此换取真钱。被瞄
上的店铺要么生意好，店员顾不上验钞；要么
就是缺乏验钞设备，疏于防范，让犯罪分子有
了可乘之机。

溯源
假币制作窝点藏身郊外民房

这些流入市场的假币从何而来？又如何
能做到以假乱真？

“假币犯罪非常隐蔽，但也不是无迹可
寻。纸张、油墨、防伪线等都是制造假币必不
可少的原材料。”民警告诉记者。

几个月前，北京经侦总队通过工作发现
伪造货币犯罪线索，地点指向安徽某地郊外
的几间民房。随后，京皖两地警方配合，打掉

了这个大型假币制作窝点。让人难以想象的
是，现场查获的数百万元假币竟出自3个20
岁左右的年轻人之手。

据办案民警介绍，这个窝点只有 3 个犯
罪嫌疑人，全是“00后”，没有正式工作，就以
制假为生。他们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固定客
户，用代号暗语发布信息，通过网络进行销
售。为了逃避打击，该制假窝点采取定制化
生产，客户下单多少就打印多少，迅速出清不
留存货。而且，不仅能制作百元假币，连 20
元、50元甚至10元的假币都能制作，还会根
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进行做旧处理。一张假
币的制作成本仅几元钱，最终按十几元的价

格出售。
“与前几年在与世隔绝的山洞工厂里

使用模板印刷、集中生产假币不同，近些
年犯罪嫌疑人年轻化趋势明显，制假技术
门槛降低、筹备期短，在家族式的小作坊
里打印假币，犯罪行为更加隐匿。”民警介
绍。

民警告诉记者，一般人都是通过看水印、
看数字变色来识别纸币真伪，而这些制假分
子已经能模拟真币的效果，在假币上打印出
若隐若现、看似水印的虚影，再加上选用的油
墨也能显现出变色效果，因此虽然是打印出
来的假币，若不掌握识别技巧，不仔细观察，

很难分辨真假。

支招
“一转二摸三透光”识别假币

为了让公众重视假币犯罪并提高防范意
识，经侦总队常年与银行开展警企合作，在假
币高发地区进行防范宣传或开展线上直播，
传播识别假币知识。

银行工作人员介绍，对于纸币，有简单易
行的三招识别法，即“一转二摸三透光”。

■“一转”就是拿着纸币上下转动，新版
人民币票面中间的面额数字在转动过程中可
以变色，100元、20元和5元纸币在转动过程
中，数字由金色变为绿色，50元和10元纸币
转动时数字由绿色变为蓝色。10元以上纸币
右侧的安全线也可以变色。

■“二摸”就是用手触摸票面，上面的
国徽、中国人民银行等图案都有明显的凹
凸感，毛主席头像衣领处的凹凸感尤为突
出，而嫌疑人打印的假币无法造出这种凹
凸感。“现在很多人只看变色和水印，其实
触摸是一种很有效的识别方法。”工作人员
介绍。

■“三透光”就是将左侧水印窗位置进
行透光观察，100 元和 50 元的纸币能看到
毛主席头像的水印，20 元是荷花，10 元是月
季，5 元是水仙。除了头像和花卉图案之
外，水印窗下方还有对应的票面数额水
印。另外，左下角的面额数字胶印对印图
案，正反两面的数字通过透光观察也可以
精准重合。

警方提示，目前犯罪分子使用假币主要
是通过“撕角”调包、假币换零、借真还假等方
式，请广大市民加强自身识别假币能力，提升
货币防伪知识和技能，牢记钱币换手重验真
伪。如发现制造、买卖、使用假币线索或收到
假币，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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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00后”制作出数百万元假币

近日，不少年轻人晒出自己的攻略，
分享如何对抗“越用越贵”“越看越烦”的
算法。“第一次搜机票，直飞最便宜的也要
4309元，我就反复评论‘机票太贵了，买不
起，不去了’。后来就变成了1903元，降价
超过2000元。”

“看到大家这么做，我也试了试，没想
到跟风吐槽了三四天以后，机票真的降价
了。”网友“鑫哥”告诉记者，他从伊宁飞成
都的机票从原先的1200降到了700元，整
整便宜了500块。看似“玄学”的操作，引
发了众多年轻人的效仿。在“鑫哥”把经
历发出来以后，他的帖子下方足足跟了
2000多条评论。

“其实这些留言就是希望通过‘哭穷’
来改变原先大数据算法对用户的定位，从
而获得更实惠的价格。”在“鑫哥”看来，虽
然不知道是否是评论起了作用，还是单纯
的巧合，“但是试一试，总没错。毕竟各个
平台确实存在根据用户的消费习惯、搜索
历史和社交行为来制定个性化的商品推
送和价格策略。”

对此，不少网友表示自己确实有类
似经历。“前脚刚在微信上和朋友们聊到
想买什么东西，点开网购 APP 后就发现
推荐区出现了这类物品的身影。”“95
后”小婷告诉记者，有时候她还发现自己
在平台上搜索关键词后，总是能刷到相
关的推送。“00 后”小莹则表示，她和室
友一起打车，但是相同的起始地，她的苹
果手机要比室友的安卓手机打车价格要
贵上一些。

用算法打败算法，避免大数据杀熟，
今年年初，小婷便加入了“momo 大军”。
所谓的“momo大军”就是用着同样的粉色
小恐龙头像和momo账号名的群体，以平
台初始设定的系统信息掩盖个人特征，从
而来躲避算法的识别和追踪。

对抗杀熟，“90后”程序员小汪表示自
己也有着心得体会。“之前在某平台总是

喜欢回购一款身体乳，后来有一天就从
69.9涨到99.9元了，那之后我就一直在商
品的推送作品里留言，太贵了，便宜一点
才会买，后面还卸载了软件一段时间，没
想到平台真的给我发了好几张优惠券，用
完券价格比之前更便宜了，只要 45 元左
右。”

小汪说，避免大数据杀熟，可以试着
在多个平台比价，避免被“套路”，同时定
期清理一下浏览器的缓存，避免长期的浏
览历史绘出个人用户的画像。

在评论区反复“哭穷”下单真能便宜
吗？

除出行平台的减价“攻略”外，记者在
社交平台上还看到了多条外卖红包“攻
略”。在这些帖子下，充满诸如“某某软
件，我要卸载你”“我真的生气了”“再也不
用了”等评论，并称如果卸载了软件，过几
天重新下载后，会获得更多红包。

通过这些手段，真的可以左右平台给
消费者设定的“人设”吗？

对此，多家外卖平台并未明确回应。
某平台客服称，平台发放红包是获取客户
的常规操作，不会给消费者贴上所谓“标
签”。

也有消费者反映，不同的手机看到的
价格各有不同。“用两个手机订外卖，价格
差好几块，退出去再进去，价格又加了好
几块。网购也是大数据杀熟，账号不一
样，价格也不一样。”

上述外卖平台客服表示，所谓价格差
异通常是优惠券或促销活动导致的，如果
出现同一产品的售价不同，可向平台投诉
反馈。

记者在一投诉平台搜索发现，有关
“大数据杀熟”的投诉累计达8167条。例
如，一位消费者反映，作为某平台的十年
铂金会员，她上周订的机票价格为 2510
元，而在另一平台上，作为新用户，相同航
班的票价仅为2000元。

这到底是差异化营销，还是大数据杀
熟？专家认为，从手段上讲，二者的边界
难以厘清，但所谓差异化营销不能成为大
数据杀熟的挡箭牌。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电子商
务法治研究会副会长朱巍此前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根治大数据杀熟并不容
易，原因是按照现行法律，平台对新用户
的补贴、推出没有指向性的随机补贴，以
及差别化调整折扣力度，并不算价格歧
视。

不过，依托这届年轻人的反向驯化算
法根治大数据杀熟还远远不够，算法乱象
仍需被进一步重视。

日前，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
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

“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
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重点整
治“信息茧房”、操纵榜单、利益侵害、大数
据杀熟、算法推荐等典型问题。

《通知》指出，严禁利用算法实施大数
据杀熟。严禁利用用户年龄、职业、消费
水平等特征，对相同商品实施差异化定
价行为。提升优惠促销透明度，清晰说
明优惠券的领取条件、发放数量和使用
规则等内容；深入整治“信息茧房”、诱导
沉迷问题。构建“信息茧房”防范机制，
提升推送内容多样性丰富性。严禁推送
高度同质化内容诱导用户沉迷。不得强
制要求用户选择兴趣标签，不得将违法
和不良信息记入用户标签并据以推送信
息，不得超范围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用于
内容推送。规范设置“不感兴趣”等负反
馈功能。

“相关部门应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督机
制，相关行业内的算法运行应当遵循相关
准则，让算法有标准、更透明、更向善。”某
业内专家表示，算法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
种体现，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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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票骤降机票骤降20002000元元！！对大数据对大数据““哭穷哭穷””，，真的管用真的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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